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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艺术生数学学习障碍及教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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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几年，每年的艺术高考生都非常多，然而，却只有很少一部

分考生可以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或是专业。主攻艺术类的考生，其专业

课的考试成绩分数非常高，然而，文化课的考试成绩却非常不理想，正

是因为文化课的成绩比较差，才让艺术类的考生很难实现大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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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文化类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对于艺术类的考生而言，最让

其学习感到吃力的学科便是数学学科，艺术类考生，高考时数学
学科的平均成绩仅仅只有 30 分左右。在此情况下，必须要对艺
术类考生，其数学形成学习障碍的真正原因进行分析，只有如此
教师才可以采取最有效的教学对策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以此
提升艺术生的文化课成绩。促进其能够考入理想的艺术学院。 

一、学生本身根基不扎实，造成不能有效进行学习 
在实际生活中，仅有一少部分的艺术学生是对自己的专业非

常喜欢，期盼可以在艺术的道路中得到发展，创建属于自己的一
片天地。大部分艺术学生都是因为文化课的基础较薄弱，才被迫
选择报考艺术类专业的。所以，大多数艺术类的学生其文化课的
基础都相对比较差，并且，数学学科对于艺术生来说，更是学习
非常吃力的一门学科。的确，有一些学生真心的想学好，提高自
身成绩，但是，由于本身基础较差，为此，使数学学科的学习形
成了不同程度的障碍性。在此情况下，教师可采取以下的教学对
策，即：教师需深入的发现问题所在，之后耐心的为学生讲解问
题。针对学生知识基础的薄弱性，会在课堂练习中，课后作业中、
课堂提问中有所呈现。这时，教师需细心深入对每位学生进行观
察和总结，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对于简单的问题，教师也
需要对学生进行耐心细致的讲解，并同时，布置适合的习题以此
加深记忆。例如，在做业批改方面，可以利用课余或是自习课的
时间，在教室中边批边改，如发现哪名同学的作业存在问题，可
把学生叫到跟前，找出形成错误的原因，并及时解决。长期如此，
在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会大大提升，抄作业的情况也会明
显好转。采用这样的对策进行补差，效果会非常理想。 

二、学生无法接受陈旧式的教学模式，致使教学效果不好 
以往教学模式，大都是教师在台上讲，学生只一味的在台下

听。像这种机械式的教学，对于学生个体差异并不重视。学生只
是一味性的接受学习，根本没有主动性，表面上是在听课，其实
思想早已不在课堂上了，长此以往，学生便会养成散漫的学习习
惯。一方面是思维懒散，对于教师所提的问题无法做到主动思索
和分析，只等着教师将思路说出来，坐享其成。这样的后果，只
能形成依赖的心理，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轻易放弃。另一方
面是手懒，在做习题时，不愿意动手，只坐等教师将答案写在黑
板上。这样最终造成的后果便是，即使是自己会的题，也得不到
高分，计算的能力明显下降。针对这一障碍问题，教师采取的教
学对策是：需多鼓励学生实施自主学习。在做题和教师教的过程

中学习知识，像这种高效课堂，其特点主要表现在课前预习、小
组合作学习、以自主学习为主，做题和教学的统一。在做题和教
师教的过程中学习知识，这种教学方法，重点突出的是学生主体
地位和对教学活动的融入，利用学生亲身经历和体验，获取经验、
总结经验和不断优化经验。这些实践经验对于学生来说是非常生
动且真实的，所以，在此当中可以有效的融合学生的学习思维和
学习兴趣，这种方式的学习，一定会得到良好的成效。例如，可
以利用导学案来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然而，因艺术专业的学
生的知识基础相对薄弱，大多预习任务都需由教师来辅助对知识
进行补缺和回顾。又如，可在课上，小组讨论环节，利用学生相
互间和师生间的交流，完成对差生进行补缺，对优生进行不断提
高。教学中，教师可结合学生个体差异性，有针对性的对学生进
行合理的引导，这样会提升教学成效和学生的学习水平。高效的
课堂教学，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揣着问题开始课堂学习，这样对
于提升学生注意力非常有帮助。 

三、学习时间无法得到保证 
艺术类的高考不但需要检验学生的文化成绩，同时也需检验

学生的艺术成绩，所以，学校通常会设置较长的时间，集中实施
艺术专业的学习。例如有些学校其艺术课和文化课的学习时间比
例为 1 比 4，高二学期的时候会变成 3 比 10，到高三上学期的时
候，在艺术生高考以前，会设置一个多月的时间来进行专业集训，
在下学期时，文化课考试以前，为了提升文化课成绩，学生又必
须用大量的时间进行文化课的学习。所以，艺术生并不能像其他
学生一样正常的依据课时来完成学习。在此情况下，教师需采用
的教学对策是：结合高考的实际分数标准及学生的实际水平，合
理的减轻学习任务和知识难度，将时间及精力都放在关键位置
上。大量练习和复习，以此提升实效性。例如，教授圆锥曲线时，
教师需引导学生将重点放在理解和掌握及应用椭圆、抛物线、双
曲线的定义及性质上，针对直线与圆锥曲位间的位置联系可以适
当性的忽略。 

四、结束语 
总体来说，数学教育是综合教育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时

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因素。所以，必须要对艺术类考生，
其数学形成学习障碍的真正原因进行分析，只有如此教师才可以
采取最有效的教学对策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以此提升艺术生
的文化课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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